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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世界范围内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是第六大常见恶性肿瘤#

每年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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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喉鳞状细胞癌是头颈部区域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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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最常见的恶性肿瘤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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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虽然近年来喉癌患者的综合治疗

有很大的发展#但总的生存率仍然很低#喉癌患者死亡的主要

原因之一就是侵袭转移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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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胞增殖和侵袭的作用#目前还没有熊果酸作用于人喉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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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果酸是一个中药抗癌活性化合物之一#在水果*蔬菜和

药材等均有发现#广泛存在于多种植物的浆果*叶*花和果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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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#具有抗炎*抗菌*抗氧化剂*抗溃疡*抗增殖*抗癌*抗诱变*

抗动脉粥样硬化*抗高血压等多种生化和药理作用特性'

2.-

(

)

几年来随着体外实验及体外动物实验研究的深入#证实熊果酸

可以抑制人肝癌*肺癌*乳腺癌等多种肿瘤细胞的增殖*侵袭和

转移及诱导细胞凋亡且对机体的不良反应少#呈现出良好地临

床应用前景'

/.$%

(

)本实验
R66

结果显示#熊果酸对人喉癌

Q8

E

.1

细胞具有浓度和时间依赖性生长抑制作用#能有效地抑

制
Q8

E

.1

细胞增殖的作用)

浸润和转移是恶性肿瘤细胞的恶性生物学行为之一#肿瘤

细胞对周围重要组织和重要脏器的侵袭和转移是恶性肿瘤的

主要致死原因之一#是临床影响恶性肿瘤预后的关键因素#因

而研究肿瘤细胞侵袭与转移的机制及防治措施是目前肿瘤诊

治研究的热点'

$$

(

)喉癌患者尤其是中*晚的侵袭和转移严重

影响着患者的生存率和生命质量#抑制喉癌的侵袭和转移也是

抗肿瘤药物的研究重点之一'

$1

(

)本研究观察熊果酸对人喉癌

Q8

E

.1

细胞侵袭和转移能力的影响#结果发现熊果酸能呈浓度

效应关系抑制喉癌
Q8

E

.1

细胞对重组基底膜的侵袭能力)

肿瘤细胞的浸润和转移是多步骤*多阶段的复杂生物学过

程#包括肿瘤细胞穿过细胞外基质屏障和血管的基底膜及穿出

血管壁并发生远处转移#在这个过程中细胞外基质和基底膜的

酶解是关键的一步)研究表明降解细胞外基质和基底膜的重

要蛋白酶就是基质金属蛋白酶类$

RRZ+

&#它能够促进肿瘤的

浸润和转移且与新生血管的形成密切相关)

+

型胶原是生物

体内构成基底膜的主要成分#

RRZ+

中的
RRZ.1

和
RRZ.(

是
+

型胶原的主要降解酶类#很多研究都表明
RRZ.1

*

RRZ.

(

高表达于喉癌组织中#并在喉癌的发生*发展*侵袭和转移中

起着重要的作用)当抑制了喉癌
Q8

E

.1

细胞中
RRZ.1

*

RRZ.(

基因的表达后就可以显著抑制
Q8

E

.1

细胞的侵袭能

力'

$'.$0

(

)本研究结果发现熊果酸呈浓度依赖性下调
RRZ.1

和
RRZ.(

的活性)

T].

*

H

是一类具有多向转录调节作用的核转录因子#广泛

存在于生物体内多种组织细胞中#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性)

T].

*

H

可被多种因素激活#能与多种免疫和炎症反应有关的基

因的启动子和增强子中序列位点发生特异性结合并促进转录

和表达#参与感染*炎症反应*氧化应激*胚胎发生*细胞增生*

细胞凋亡等众多生理病理过程)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
T].

*

H

与多种肿瘤的发生*发展和浸润转移及肿瘤耐药问题密切

相关'

$2.$)

(

)本研究结果发现熊果酸呈浓度依赖性下调
T].

*

H

蛋白的表达)

综上所述#熊果酸可通过下调
RRZ.1

和
RRZ.(

基因的

活性及
T].

*

H

蛋白表达抑制喉癌
Q8

E

.1

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能

力#其可能是熊果酸抗肿瘤作用的一重要途径)为熊果酸用于

喉癌的治疗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#但其具体抗肿瘤机制和确

切疗效仍需要进一步实验研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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